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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仁之和我相识在七十五年前的燕园。
我于1931年先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仁之晚我一年入学。
在位于适楼（现名俄文楼）一层的西南角的那间课室里，我们听洪业（煨莲）教授讲授“史学方法”
。
共同的课业和志趣使我们逐渐接近，课余有时在适楼南门外会面，而最常去的地方自然是图书馆。
从图书馆出来，仁之总是先送我回到女生二院，再返回未名湖北岸的男生宿舍。
　　从1932年作为新生踏进燕京大学校门起，仁之在学贯中西的洪业教授极为严格的治学方法训练下
，在积极开拓中国沿革地理广阔领域的顾颉刚教授启发下，一步步进入学术研究领域。
清初学者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所提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也深深影
响着仁之的学业探索。
1932年顾颉刚教授开设了“中国疆域沿革史”这门课程，探讨历代疆域和政区的演变，后又发起成立
以研究古代地理沿革为中心的“禹贡学会”，设在位于燕大东门外蒋家胡同3号寓所。
仁之在这里参加过学会的活动，聆听过顾先生的教诲。
学会的同名刊物《禹贡》半月刊也于1934年3月出版，成为交流学习心得和信息的学术园地。
仁之学生时期在《禹贡》上先后发表过十余篇文章。
　　1935年长江中下游大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他深受震撼，写了《记本年湘、鄂、赣、皖四省水
灾》一文。
由此，他开始关注历史上水利的兴修并阅读水利史的典籍。
他的学士论文便是关于清代黄河的治理，题目选为《靳辅治河始末》。
在写作过程中，他注意到辅佐靳辅治河的陈潢起了重要作用，却被诬陷入狱、迫害致死。
洪业教授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便要仁之以《陈潢治河》为题，结合现实，著文宣扬为民除害、以身殉
职的陈潢，并将这篇文章刊登在他自己参与主编的《大公报·史地周刊》上。
　　仁之本科毕业后的暑假，参加了禹贡学会组织的“黄河后套水利调查”。
这第一次大规模野外考察，影响到他日后对水源水系研究的重视。
留校后，仁之担任顾颉刚教授的助教，协助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班”，从1936年9月到1937年6月
，每隔一周的周六下午，都要带学生到事先选定的古遗迹或古建筑物所在地进行实地考察。
仁之根据参考资料，写出简要的介绍文章，铅印出来发给学生，人手一份，作为考察的参考。
我每次参加，受益良多。
这项工作使仁之进一步认识到野外实地考察的重要。
他后来多次徒步跋涉，跑遍了北京大半个郊野，尝试将文献的考证和野外考察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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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精选了他在建国以后所撰写的五十五篇作品，论述中饱含着作者对北京城
的深厚感情。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的作者侯仁之一生致力于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从河湖水系和地理环境入手，
系统地揭示了北京城起源、形成、发展、城址转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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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仁之，1911年12月生，山东恩县人，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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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张玮瑛城址起源与变迁北京城的沿革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说蓟说燕现在的北京城最初是谁建
造的？
北京城和刘伯温的关系北京城的兴起——再论与北京建城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关于京东考古和北京建
城年代问题河湖水系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北京历代城市建设中的河湖水系及其利用北京海
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明陵的水文从丰沙线到官厅水库北京城最早的水库昆明湖踪迹高梁河戾陵
遏与车箱渠颐和园话旧北京地下湮废河道复原图说明书规划、设计与改造元大都城明清北京城北京旧
城平面设计的改造论北京旧城的改造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两个基本原则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
的三个里程碑评西方学者论述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四例天安门广场：从宫廷广场到人民广场的演变和改
造北京紫禁城在规划设计上的继承与发展从莲花池到后门桥从北京城市规划南北中轴线的延长看来自
民间的“南顶”和“北顶”海淀镇与北京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理关系与文化渊源要真实、要发
展——关于城市古建筑遗址的利用与开发问题的一封信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景
物溯源海淀附近地区的开发过程与地名演变记燕园出土文物——有关地望考证的墓志石未名湖溯源记
米万钟《勺园修禊图》圆明园畅春园的新篇章北海公园与北京城什刹海与北京城址的演变要看到建设
“滨河公园”的历史意义保护和力求恢复后门桥的历史面貌亮出白塔功德无量卢沟桥与北京城地图与
碑记《北京历史地图集》前言《北京历史地图集》二集前言记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清雍正北京城图—
—补正《北京历史地图集》明清北京城图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碑记明北京城城墙遗迹维修记白浮泉遗
址整修记什刹海记北京城东南角楼记金中都城鱼藻池遗址简介北京建城记北京建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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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京城的沿革　　北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从她的起源算到现在，至少也已经有三干多年。
今天她已经成为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政治生活的中心，在我们的宪法中庄严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首都是北京。
　　北京最初见于记载的名称叫做蓟，以蓟作为中心而最早兴起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就是燕。
根据古代传说，蓟或燕国是周武王伐纣灭商以后所分封的。
但是分封的事实，传说不一，经过研究，我们知道北京最初居民点的发展，早在周初以前就已经开始
了，这是和燕的兴起分不开的。
燕乃是随着地方生产的发展而自然生长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并不是从周朝的分封所开始的，而城市的
诞生，正是奴隶社会发展的标志。
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远在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前，燕国已经存在，它是殷商北方的一个属国，这是三千
多年以前的事。
又过了几百年，到了周朝末叶的战国时代，燕国和一些邻国一样，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时期，而且也逐
渐强大起来，终于崛起北方，争霸中原，号称七雄之一。
这时史书上已经有明文记载说：燕国的都城叫做蓟。
蓟，就是现在北京城最初的前身。
　　从蓟城发展的初期来说，她的地理位置是相当优越的。
她建筑在一个面积不大的平原上，这就是今天所说的北京小平原。
北京小平原三面有重山环绕，只有正南一面开向平坦辽阔的华北大平原。
不过在古代，有一大片沼泽分布在北京小平原的东南一带，因而成为从北京小平原通向华北大平原的
极大障碍。
幸而西南一角，因为接近太行山的东麓，地势比较高，通行也比较方便，因此就成为当时北京小平原
南通华北大平原的唯一门户，而蓟城又正是出入这一门户的要冲。
其次，蓟城背后，在三面环抱的重山中，有一些天然峡谷，形成了南来北往的通衢，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一是西北角的南口（现在北京城西北大约一百里），一是东北角的古北口（现在北京城东北大约
二百里）。
通过南口，经过口内的居庸关、八达岭，然后穿行一系列宽窄不等的山间盆地，可以径上蒙古大高原
。
通过古北口，越过高低不同的丘陵和山地，又是通向松辽大平原的捷径。
这样北京小平原就成为山后地区和广大平原之间南来北往所必经的地方，而蓟城正是其枢纽。
　　由于在南北之间这一有利的地理位置，蓟城在秦始皇兼并六国、第一次在我国历史上建立一个统
一的封建制国家之后，成为这个统一封建制国家东北方的重镇。
这一情况，从公元前3世纪起一直到唐朝末叶，前后大约一千年间，可以说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
在这期间，宇内升平的时期，蓟城常常是汉族与东北少数民族互通有无的贸易中心，是国内有数的商
业都市之一。
关于这一点，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曾有过极好的描写。
他说蓟城地区，物产丰饶，又地居汉族与东北各少数民族之间，是南北货物交流的中心，因此就成为
北方一大都会。
但是另外的一种情形是：每逢一些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封建统治者肆意孤行的时候，又常常利用蓟
城在交通上的优越地位，作为经略东北的前方基地。
例如隋炀帝、唐太宗就是很好的例子，隋炀帝和唐太宗不但都曾亲自领兵来到过蓟城，而且还都在北
京城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些痕迹。
7世纪初，隋炀帝开运河，南起江都（现在的江苏扬州市）北到蓟城（当时是涿郡的治所），这就是
后来所谓南北大运河开凿的先声。
其后又过了几十年，唐太宗驻兵蓟城，曾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大庙叫做悯忠寺。
这悯忠寺就是现在北京法源寺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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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外城广安门大街以南看到这座规模宏大的庙宇。
　　晚唐以后，东北方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过去默默无闻的好几个少数民族，不但先后崛起，而且连连叩打汉族的门户，首当其冲的就是蓟城
。
这时蓟城因为是幽州的治所，所以又叫幽州城。
幽州城因为上述的原因，就成了汉族一个重要的边防中心。
由于唐朝的没落，其后相继而来的是五个小王朝——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五代。
五代时期，幽州及其附近地区，落入东北少数民族之一的契丹人手中。
契丹兴起于今日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附近的山区，在它一旦占据了幽州城之后，就立即在这里建立
陪都，改称南京，并作为进攻大平原的一个据点。
这就是历史上和北宋对峙的辽。
　　辽虽然改称幽州城为南京，但是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
到了兴起于松花江上的女真人建立了金朝并代替辽而占据了幽州城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女真人第一次把都城从松花江上迁到了幽州城，并把幽州城正式改名为中都。
　　金不但在这里建都，而且还进行了城市改建的工作，首先是把大城的东西南三面加以扩展，其次
又在城内中部的前方修筑宫殿，工事非常豪华。
中都城扩建之后，面积大为增加。
大城中部的前方是内城，也就是皇宫，皇宫内外还有苑林的点缀。
至于内城北面，也就是大城北门以内，则是全城最大的市场。
当时人曾经记载说“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其规模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中都城的扩建，工程相当浩大，相传当时征调的民夫多至八十万，参加的兵工也有四十万。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下令修建中都城的，虽然是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一个王朝的统治者，但是参与设计
和施工的却都是汉族工匠，而且建筑规制也都是参照汉族都城的传统和地方固有的特点而进行的。
甚至所用的建筑材料，除去来自真定府的“潭园”木材之外，据说还有从北宋都城汴梁拆运而来的门
窗等件以及“艮岳”（所谓“艮岳”，也叫万岁山，是宋徽宗在汴梁城内东北角用人工培筑的一座假
山）上的太湖石。
　　中都城在扩建之后不到一百年，就被破坏了。
特别是建筑最为豪华的宫城，竟至荡然无存。
这是因为，蒙古骑兵于1215年突破了南口一带的天险，冲入了中都所在的小平原，杀进中都城来。
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在这里建都的长远打算，因此不免大肆抢掠一番，然后纵火焚烧，可惜一代豪华
的宫阙，竟然付之一炬。
史书记载说，当时大火焚烧，断断续续，时燃时熄，前后蔓延了一个多月。
劫后中都的残破，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在中都扩建之前，北宋的人尝称它作“燕京”，也叫做“燕山府”。
中都被毁之后，蒙古又在这里设置了“燕京路”，因此燕京一名，始终没有废弃。
此后又过了四十多年，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时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怀抱着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在1260年，从蒙古高原上的都城
和林来到了燕京。
但是燕京城中金朝宫殿已遭破坏，战乱以后的萧条情况，自在意中。
因此，忽必烈到达之后，并没有住在城中，而是“驻跸燕京近郊”。
在忽必烈第一次到达燕京后的第三年，他宣布定都燕京，正式恢复了中都的名称，并且开始动工兴建
宫殿城池。
又过了四年，一座规制宏伟的新都，终于落成，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都城。
忽必烈在这里正式定都之后，随着也就改立了一个新的国号，叫做元。
　　不过元大都城并不是在金中都城的旧基上建造的，如果说金中都城乃是在北京最早的一个城址上
所建立起来的最后而且也是最大的一座大城，那么元大都城则在另外的一个新址上，为现在的北京城
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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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2年，也就是忽必烈初到燕京的第二年，他曾下令修缮一片湖水中的一个小岛，名叫琼华岛。
1264年再修琼华岛。
1265年工匠们用一整块玉石雕刻了一个大酒缸，起名叫做“渎山大玉海”，献给忽必烈使用。
忽必烈很高兴，就下令把它放在广寒殿里。
次年又制成了一只雕刻精美的卧床献给忽必烈，起名叫做“五山珍御榻”。
这只卧床，也被命令放在广寒殿。
史文里明白地指出了广寒殿在琼华岛上，同时这一年又三修琼华岛。
1267年，还在广寒殿中另外建立了一座玉殿；新都也就是在这一年落成。
　　这琼华岛就是现在北京城里北海公园的白塔山。
现在，这里已经是北京城内游人必到的一个风景中心；但是在金朝，这却是中都城外离城不远的一座
离宫。
这座离宫几百年来虽然历经沧桑，文物建筑大半已经荡然无存，但是宫中的琼华岛却被一直保留到今
天，不过现在的人们一般不再管它叫做琼华岛，只是叫它做白塔山了。
山上白塔的位置大约就是当年广寒殿的旧址，至于白塔的建筑年代还要晚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被忽必烈下令放置在广寒殿中的渎山大玉海，还一直被保留到今天。
这确是一件可贵的艺术品，是由一整块黑质白章的玉石雕刻而成：俗称玉瓮，瓮径四尺五寸，高二尺
，周围一丈五尺，周有浮雕，刻工精美。
这只玉瓮，虽然经历了几百年来的无数沧桑，却依然完好无恙，现在被放在琼华岛南面的团城里，供
人览赏。
我们现在走上团城，在苍松翠柏间的一座小亭子下面，看到眼前这件富有历史意义的艺术品时，不仅
应该欣赏它雕刻的精美；更应该想到：当这件艺术品最初被放在琼华岛上的时候，现在我们所熟悉的
这座北京城还没有诞生哩。
　　现在值得追问的是这座离宫又是怎样一个来历呢？
　　原来这是中都城东北郊外一片天然的湖沼，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经营，开辟了一些水田，因而呈
现了北方少有的江南景色。
辽都南京的时候，也许在这里有些修建，已经难以详细考查。
到了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就在这里正式建筑了一座离宫，起名叫做大宁宫，后来又改称寿安
宫和万宁宫。
可能就是在这次修建离宫的过程中，原有的湖沼又被大加疏浚，并把掘起来的泥土，堆筑成湖中的琼
华岛，相传琼华岛上所用汴梁城内艮岳的太湖石就是这时候堆砌上去的。
　　在金朝，这座离宫的建置想来也是十分可观的，全面的叙述虽然没有，但是从片断的记载里，也
可知道个大概。
例如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的本纪里，就有下面这样一条说：“三月丙申，如万宁宫。
五月，命减万宁宫陈设九十四所。
”大概是万宁宫里搞得太奢华了，所以才有这样一道命令。
不管怎样，万宁宫总是金朝帝王经常游息的地方，这在历史上是有很多记载的。
到了l215年蒙古骑兵突破南口，直围中都的时候，万宁宫因为还在东北郊外，所以竟成为当时城下战
场的后方。
因此，尽管中都城——特别是内城宫殿遭到了破坏，而在城东北几里路以外的万宁宫，却侥幸保全下
来。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所以后来忽必烈初到中都城，就没有住在城里，而是住在了城外离城不远的万宁
宫。
几年之后，就又环绕着万宁宫，建筑起大都城，这就为现在的北京城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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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介绍了近代以来，北京都市空间的拓展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旧城为格局
，呈圆形扩展，而谈到保护，也每将旧城如生日宴席上的蛋糕般供奉或移出。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正视北京都市空间剧变的现实，将其作为一人整体，纵向均衡切分成西、
东、中三大块，选出18个区域进行观察，分析区域空间的内在逻辑，提示北京都市空间的独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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